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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乐学习与儿童
智力的发展

◆周海宏

年来 , 我国课外教育中儿童器

乐学习的热潮已经越来越引人

注目 。经验观察与调查统计均表

明 , 器乐学习是诸多课外学习活动

中要求家长投资最大 , 需要儿童付

出努力最多、花时间最长且承受压

力较大的一项学习活动(周海宏 、李

民 , 1990)。很多家长与孩子在器乐

学习的过程中 , 在经济支出 、时间 、

精力方面均付出了超常的努力 。形

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非常复杂 , 在

1990年 800例调查中我们归纳出了

15项学琴的目的 , 在 1991年进一

步的调查中表明 ,在学琴的 15个项

目中 , 100%的家长填写了 “开发智

力”与“陶冶情操” 。通过分析 ,我们

发现 , 多数家长与社会音乐教育界

人士 , 将器乐学习当成一种功能强

大 、可多方受益的学习活动 ,而其中

“开发智力”则是最令人企求的 。器

乐学习与训练能够开发智力 , 几乎

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 。而形成这

一共识的理论依据是基于对美国神

经生理学家罗杰 ·斯佩里的大脑功

能不对称性脑半球分工理论的类

推:认为 , 大脑的左半球负责对言

语 、文字、计算等信息的加工 , 而右

半球负责对图形 、音乐 、方位等信息

的加工 ,而器乐学习中 ,双手共同进

行复杂的操作活动 , 因此可以刺激

两个半球的发展 , 达到开发智力的

效果(如:罗小平 , 1989。此类论述甚

多)。近期的神经生理学对音乐家

大脑的研究也发现音乐家的脑重与

联通左右半球的神经较常人发达 ,

并认为是儿童早期的音乐训练对大

脑细胞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。但脑

神经与脑重的生理发展情况与复杂

的智力发展之间的关系远不那么简

单 , 由此推论到器乐学习具有开发

智力的作用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。

器乐学习能够开发智力这一说

法的广泛传播与对此进行的直接科

学研究所获得的证实材料之缺乏形

成了一个极不相称的局面:国内至

今尚未见到科学的研究报告支持这

一看法 。国内的音乐心理学研究刚

刚起步 , 尚没有研究者根据我国儿

童学习的实际情况 , 通过对整个器

乐学习与智力发展中各种因素的控

制 , 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考察二

者之间在发展过程中的相关性 。国

外自 40年代到 70年代的音乐心理

学研究过程中 , 就我们目前能够找

到的资料 , 大多是关于音乐才能与

其它才能关系的研究 。在 Wing

(1948), Jamieson(1951), Edmunds

(1960), Mcleich ＆ Higgs(1968),

Whellams(1971), Taylor(f1973),

Sergeant ＆ Thatcher(1974), Zenatti

(1975), Phillips(1976), Gordon

(1979),Rados(1980)等人的研究中 ,

多是根据一种已有的音乐才能测量

方案及智商测量获得关于被试当前

的不同能力的数据 ,然后通过统计 ,

考察二者之间的相关性 。某些研究

发现在音乐能力与 IQ测量之间存

在着直接的线性关系 (Sergeant＆

Tahatcher , 1976), 而另一些小样本

研究则发现二者之间虽为正相关 ,

但相关系数不高于 .3。Edmunds

(1960)与 Zenatti(1975)的研究也表

明 ,在高龄儿童(>12 , 13岁)中 ,音

乐能力与其它能力之间没有统计意

义上的相关性 。由于这些研究的结

论之间相差很大 , 因此现有的研究

尚不能表明音乐能力与其它能力具

有相关性 。当然这些研究考察的重

点是音乐能力与其它能力之间是否

具有联带的相关性 , 而不是考察音

乐能力的发展是否对其它能力的发

展有作用 , 更没有在一个动态的发

展过程中去考察二者之间的作用关

系 。

在最近刚刚完成的 3442个样

本的“北京 97考级儿童器乐学习情

况调查”中 , 统计表明 , 在同样年

龄下 , 学琴时间的长短与学校学习

成绩之间没有相关性(周海宏 、刘

春玉 , 1997.2六岁组 :r=.0603 ,

P=.267;七岁组: r =-.0215 ,

p =.362;八岁组 :r=-.0731 ,

p=.100)①。由于学校学习的成绩

是与智力水平有很高相关的 , 因此

从这一研究结果几乎可以推论出

“器乐学习并没有特别促进儿童智

力发展” 的反方面的结论 。当然由

于这一研究并没有真正测量儿童智

力发展的水平 , 并且存在着抽样代

表性的问题 ,因此 ,由这一研究得出

这么大的结论是不合适的 。我们的

日常经验也表明:音乐才能高的人

其它成绩好坏均有;学校优秀学生

的音乐能力也各有高下 。这些研究

资料的例子表明:首先 ,在静态的音

乐能力与其它能力的对比研究中 ,

结果是非常复杂的 , 结论也是不那

么明确地能够支持我们头脑中对器

———一个亟待研究的音乐心理学课题



·25·

·《人民音乐》1997年第 3期 总第 371期 ·

乐学习效果的期待 。其次 , 目前掌

握的研究资料均没有动态地考察在

音乐教育过程中音乐能力的发展与

其它能力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 。因

此 , 器乐学习与训练是否真的对儿

童具有“开发智力”的作用尚有很多

疑问需要科学研究来解答 , 据目前

掌握的资料看 , 二者之间作用关系

的研究还是个有待填补的空白 。

在现有的智力发展模型中 , 大

多探讨语言、数字 、逻辑思维 、空间

知觉能力等知识性 、智能性的因素

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(I.Schlesiner

＆ L.Guttman , 1969)等 ,器乐训练这

样一个高度技能操作性的活动在智

力发展理论模型中还没有一个明确

的位置 。因此需要验证音乐能力的

发展与智力结构中其它智力因素的

发展是否相关 ,如果相关 ,那么在多

大程度上影响其它成分的发展 。根

据现代智力理论 , 智力是一个复杂

的动力性开放系统 , 智力由各种不

同性质的认知成分和不同水平的要

素构成 , 各种认知成分与要素对智

力的贡献不同 。在这种理论思想指

导下根据目前已有的智力发展理

论 , 按照智力发展的各要素之间的

结构关系 , 去详细考察器乐学习在

哪些环节上对智力的发展作用可以

有明确的逻辑解释 。并在研究中对

其进行检验。应该说前人的研究已

经基本上涉及到了在这一课题所应

考虑的大部分因素 。并且现代心理

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处理这样复杂的

多因素相关课题已不乏操作工具 。

智力进一步区分为一般智力

(General Intelligence)和特殊才能 ,

器乐学习和其它各种学习一样对智

力发展具有一定作用 , 器乐学习对

于发展特殊的音乐才能具有直接的

作用 , 而我们一般所说的 “开发智

力” 是指器乐学习对一般能力发展

的促进作用。因此如果器乐学习对

智力发展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, 那

么就应该获得以下统计上的支持:

在大样本的抽样调查中 , 学琴组的

综合智力平均水平高于不学琴组;

学琴时间长的组综合智力平均高于

学琴时间短组;学琴组的平均综合

智力水平的发展快于非学琴组 。以

上三项即是这一研究课题落实到具

体研究操作中待验证的基本假设 。

从学科领域上 , 这一研究属于

音乐心理学及学习心理学的交叉领

域 。研究的具体方法涉及心理测

量 、社会调查 、多元统计等具体内

容;从研究方法上讲这一研究的主

攻方向是 , 将智力分解为可检验的

几个主要构成要素 , 控制影响智力

发展与器乐学习的其它因素 , 然后

逐一检验器乐学习与智力结构中各

个结构要素发展的关系 , 以弄清器

乐学习在儿童智力发展中的作用;

从操作上看 , 这一研究的主要难点

是控制抽样的代表性 , 及通过量表

设计与统计方法控制影响智力发展

的相关变量 , 这是该研究设计阶段

中的主攻难点 。以往人们是根据神

经生理学的研究成果 , 结合个人经

验的类推来回答器乐学习与智力发

展关系问题的 , 而我们应该将智力

发展与器乐学习放在一个复杂的多

因素相互作用的关系中 , 结合心理

学与音乐心理学的理论 , 用近年发

展起来的多因素分析技术 , 以科学

实证方法来检验二者之间的在发展

过程中的作用关系 。首先 , 器乐学

习与智力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必须

在儿童发展过程中 , 在复杂的多因

素相互作用条件下作动态的考察 ,

因此要分析学琴活动 、影响学琴活

动的主要因素 、影响智力发展的主

要因素及依据智力结构理论 , 分解

智力的主要构成成分 , 然后在这样

一个多因素的复杂逻辑关系中考察

器乐学习对智力发展之间的作用关

系;其次 ,由于影响智力发展水平的

因素十分复杂而繁多 , 因此单纯小

样本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方法是行

不通的 ,必须采用足够大的样本 ,通

过近年发展起来的多因素分析技术

将各种复杂相关变量包含在科学的

量表中 , 用统计的手段剔除无关变

量 , 显示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具有

统计意义的相关性 。从实证研究的

结果来说明器乐学习与儿童智力发

展的关系 。

花在器乐学习上如此高的时

间 、金钱 、精力的教育投资 ,儿童受

到如此大的器乐学习压力 (长期高

度压力状态下 , 对儿童心理发展的

危害是很大的)是缘自于对器乐学

习效果反馈的很高期待 , 但这一期

待中的教育效果能否发生 , 却没有

令人信服的科学研究的理论支持 。

这一问题的发现便已经说明了 “器

乐学习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影响” 这

一课题的意义 。研究器乐学习与儿

童智力发展的影响 , 一方面从纯理

论上能够填补音乐心理学与学习心

理学中对于器乐学习 (可推广到更

多的操作性训练),与智力发展关系

研究的空白;另一方面有巨大的社

会效益:因为一旦我们明确了器乐

学习与训练对儿童智力发展的关系

是什么 , 我们就可以清醒而理智地

认识到它在儿童一生发展中的真正

意义 , 从而将其放在儿童教育与发

展的正确位置上 , 摆正它在整个社

会教育的正确位置 。这一研究的结

果也将为下一步系列研究打下基

础:逐项检验人们付予器乐学习所

可能获得的效果:陶冶情操(研究操

作中分解为个性发展与道德意识的

发展),培养独立能力 、培养自信心 、

锻炼毅力 、培养想象力 、创造力 、提

高文化修养等 。从而最终为器乐学

习在儿童各方面发展中的意义做准

确的定位 。

①r 、p为统计学专用符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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